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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油豆腐好香啊！蘸了酱
油更美味！”

遂昌双里村，一架架一棚棚
的小番茄、丝瓜中，一个白色大棚
内传来阵阵叫好声。大棚内八张
八仙桌两排摆开，一百多名长三
角自驾游游客正在里面喝高山
茶，品手工豆腐。大棚入口处，站
着30多岁的余爱凤和周春芽。前
者正在引着游客扫一块牌子上的
二维码，加关注、分享链接。后者
正在给分享完的游客递油豆腐、
南瓜饼。一个老农正在一边笑呵
呵地给客人冲茶。

老农名叫周正法，63 岁，今天
活动的手工豆腐正出自他的手
艺。记者请教他家豆腐有啥秘诀
时，他却指了指不远处正在陪几
个游客看小番茄长势的一个中年
男子：“这个你要问阿平，要不是
他 办 合 作 社 ，我 现 在 还 在 种 地
呢。”

阿平全名潘伟平，本地人，
周大爷所在仙翁果蔬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原来在上海做旅游，
因发现游客非常喜欢本地果蔬，
从 2011 年下半年起，创办了该合
作社。

“我们合作社走的是高端路
线，现在上海有 2000 多名白领是
我们的铁杆粉丝。”当被问起合作
社何以吸引周大爷入社时，潘伟
平忙着擦汗的双手停了下来，“我
们的产品价格都比市面上的高！”
以周大爷家的油豆腐为例，一般
市场价卖 6 元一斤，他们可以卖 8
元，最高甚至卖过 10 元。白豆腐
一般市场价为 2.5 元，他们可以卖
4元左右。

这高价后面是实实在在的品
质。潘伟平自豪地说：“我们合作
社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的
水稻、蔬菜不用化肥和农药。我
们的鸡鸭吃的是虫子和小鱼虾。
辣椒水加茶饼就是防治虫害的药
水⋯⋯总之，我们的祖辈以前怎
么做的，我们也怎么来。”

周大爷点点头：“我们家是从

我父母那辈开始做豆腐的。豆腐
都 是 用 盐 卤 做 的 ，不 加 一 点 石
膏。豆子是自己种的，油也是自
己榨的。合作社给了我 4 亩地种
豆子和油菜。”

在这样的品质保障下，潘伟
平又走了一条通过微信进社区推
销及结合自驾游推广的营销方
式，实现了传统种养模式和高端
宅配模式的结合。去年合作社产
值近一千万元，今年上半年已达
七百万元。

好的效益引发了村民的创业
热情。原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
纷留了下来，加入到这一“传统种
养”模式中来。光今年，就有 100
多位村民打算留下来，其中绝大
部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54 岁的祝惠恩现在有两亩
地，种了20多种蔬菜，一年四季都
有产品。以前他只是种种毛竹、
打打零工，年收入 3 万多元，现在
光蔬菜一年就有 4 万多元的收
入。40 岁的周爱兰开了家农家
乐，让游客亲自动手，把绿色果蔬
直接搬上餐桌。30 多岁的张根伟

原来在外打工，现在和妻子一起
回家，跟着老父亲学种地，黄豆就
种了4亩。

余爱凤原来在县城服装厂上
班，家里公婆都已 70 多岁。现在
回到村里，负责合作社微信营销，
兼合作社“大管家”：“我公婆现在
还在给合作社种菜呢！我感觉在
外面打工也就赚这么点钱，回来
还可以照顾公婆。”

“我也是这个想法。”站在她
旁边的周春芽正是周正法的小女
儿，现在专门在家帮助父母操持
豆腐作坊，做花木生意的丈夫也
常打打下手。姐姐和姐夫原来在
上海打工，现在也都回来了，“一
家老小都在一起，很高兴。”早先，
周大爷靠种地，一年收入只有两
三千元。豆腐因为销路不广，也
只是自家做了吃吃。加入合作社
后，第一年就卖掉了3000斤豆腐，
收入增加了十倍。去年，单过年
前后就卖掉了近3000斤。“今年女
儿女婿都来帮忙了，收入还可以
翻番。”周大爷看到有客人招呼，
又去给他们续茶了。

遂昌开发传统种养，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

回家，做盐卤豆腐

记者 林上军 史朵朵
通讯员 王涛

近日，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的
居民们发现，发黑发臭了很多年的
柯梅小河模样大变，绿草拂岸，清澈
的河水汩汩流动。

让柯梅小河发生改变的，是舟
山弘业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章绍宽。他同时也是定海区人大
代表。两个月前，章绍宽认领了这
条 300 米长的河道，做了“河长”。
他打算通过认领河道，彻底改变这
条臭水河的面貌。

柯梅河畔，桃树成行。上午，
记者在该河道边看到当地村民贺
舟峰正在抽水，清澈的河水汩汩流
入他身后的葡萄园。30 亩葡萄园
里，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如宝石般诱
人。

“现在河水清多啦！”贺舟峰在
河边居住多年，之前黑色的河水被
他戏称为“肥料水”。一到夏天，河
水的腥臭味直钻鼻孔。更让他难以
忍受的是，这条河还有“臭脾气”。
如果连续几天不下雨，河床就会渐
渐干枯，从河床底部抽上来的浑水，
经常堵塞葡萄园里的滴灌设备。

今年 7 月底，弘业公司的挖掘
机长臂挥舞，挖出河底的淤泥、垃

圾，几辆小货车不停来回，运送淤
泥、垃圾。施工队负责人没想到，不
长的河道里，淤泥、垃圾多得超乎想
象。他的施工队连续工作，花了 20
天才将河道清理干净。

河道清理完成后，会不会时间
久了，垃圾、淤泥等卷土重来？章绍
宽说，河道恢复清洁之后，后续的日
常监管、巡查工作，也由企业来负
责。他已经指定了员工，定期对河
道进行巡视和清洁。

企业家自愿当“河长”，这在舟
山还是头一遭。为了治理这条小
河，弘业公司至今已投入了 10 多万
元。

章绍宽算了一笔账：“一个企
业，最重要的就是社会责任。我们
企业附近都是当地居民，员工也大
多数是当地的，他们从小生长在河
边，我们把河治理好了，谁受益更
大？是广大百姓。此外，柯梅小河
距离企业不过 100 多米的距离，脏
臭的河水也会影响到企业形象，这
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治水，没有旁观者。“我参与‘五
水共治’，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重
要的是，唤起公众治水的意识。”章
绍宽说，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带动更
多的人，主动加入到治水队伍中来，
这是一笔无法计算的收益。

定海企业家认领臭水河

这“河长”，想当一辈子

王庆丽

中秋佳节，本该是一家欢聚、共
享天伦的日子，但是对于 20 岁的义
乌女孩小倩及其家人来说，眼下经
历的大概是一段最为艰难而痛苦的
时光。

甜美可爱的花季女孩儿，几天
前与同学在校外的自助烧烤店用餐
时，全身被突然点燃的液态酒精包
裹，瞬间成了“火人”，至今还未脱离
危险期。在这看似“意外”的背后，
实则是某些餐饮经营者因心存侥
幸、忽略安全而造成的“必然”。

罪魁祸首当推烧烤店还在使用
的液态酒精炉。吃烧烤用酒精炉，
其实笔者也是头一次听闻。笔者曾
光顾过一些烧烤店，见过有使用炭
火或者电磁炉的，实在不济拿出一
块固态酒精，也需注意先撕开外面
那层塑料包装再点火引燃，以防酒
精挥发造成胀袋以后遇热引发的突
然迸裂。

而小倩光顾的这家烧烤店，干
脆直接使用了危险系数极大的液态
酒精。稍有常识的人该知晓它属于

“危险化学品”，易燃易挥发。近年
来，一些餐馆因使用液态酒精而引
发的险情也时常见诸媒体，但为何
一定要等发生了如今这类关乎生命

安全的大事以后才引起广泛关注？
相关部门又为何不能尽早发布禁令
并予以有效监管？

至于那位引发事故的烧烤店服
务员，店老板只用一句“新人，没来
得及培训就上岗”予以解释。殊不
知我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第二章第十一条有明文规
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应组织从业人
员参加食品安全培训，明确食品安
全责任。如此将法律规定置若罔
闻，这位公民的知法守法意识是何
其薄弱！

再论店内的消防设施。从网络
公布的视频来看，当小倩全身起火
以后，数秒钟后才有一位男子拿来
一件衣物进行扑救，而据说店内的
收银台内就放有干粉灭火器。若是
灭火器能放置在更方便取用的位
置，若是有人能够在事发后的第一
时间内予以正确使用，小倩的伤情
也许不会这般严重。

然而，关乎生命与安全的问题，
真的没有“如果”。今日对于我们来
说只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新闻事件，
对于小倩及其家人来说就是累及一
生的生活阴影。盼望各商家能够反
躬自省，增强安全意识，消除安全隐
患。更盼相关部门能引以为鉴，建
立长效机制，加大监管力度。

明火添酒精，安全置何处？
民情同期声

记者 李茸 见习记者 江帆
区委报道组 吴怡之 沈鑫

连日来，王江泾镇栋梁村一大
片藕田边，嘉兴市秀洲区忠保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的姚忠保正忙着安排
伙计，将分散在栋梁村、长虹村的
800 亩莲藕采收上来。“今年夏天不
够热，莲藕平均每亩减产 1000 斤，
幸亏田里还有好东西。”姚忠保说的

“好东西”，指的是瓯江彩鲤、黑鱼和
泥鳅。在他的指引下，记者看到，在
随风摇曳的大片荷叶下，水里隐隐
约约有鱼。

王江泾镇位于嘉兴最北部，地势
低洼，“有水必淹，有雨必灾”，只能种
一季晚稻。随着田地租金和人工成
本的提高，如何提高亩产效益，实现
可持续发展，成为姚忠保等种养大户
和当地政府共同考虑的一个课题。
2012 年，王江泾镇被浙江省农业技
术推广基金会列为创新农作制度重
点乡镇，开始实施《秀洲北部三镇湿
地多模式种养结合示范推广》项目，
老姚的水田参与了相关项目。

姚忠保在田里套养了瓯江彩
鲤，这种观赏鱼抗病性好、不挑食，
基本上不用人工喂食。亩产 100 斤
左右，一斤批发价能卖 10 块钱。“养

鱼的市场风险比较低，行情好就卖，
行情差就继续养着，不像莲藕，成熟
了就要上市，留不得。”姚忠保说。

而在姚忠保的水稻田里，田块
四周挖出了一条1.5米深的水沟，像
护城河一样，水稻就种在中间，水沟
里，能看到黑鱼游来游去。

目前，姚忠保采取了多种种养
结合模式，莲藕田里养黑鱼、泥鳅，
水稻田里养中华鳖、黑鱼和瓯江彩
鲤。几经尝试，姚忠保觉得，养泥鳅
风险高，容易生病且天敌多，每天田
里总有几只白鹭虎视眈眈。而养黑

鱼比较麻烦，需要喂小鱼，中华鳖又
长得慢，3 年才能成熟，加上密度
低，亩产也不是很高。

“种养结合，养殖密度不能太
高，高了容易出问题。比起单纯养
莲藕来，肯定是增收的，最起码可以
赚到田租，还能降低种植风险，起到
给田里除草、改善水质、改良土壤的
作用，节约了不少成本。”姚忠保说。

姚忠保的藕田旁，就是费建平
在栋梁村的鱼塘基地。记者看到，
水面上飘着一个个白色的泡沫板，
板子上插满了茂密的植物，植物的

根系直接垂在清澈的水里。一问老
费，居然是空心菜。老费说，这些空
心菜，去年救了他。

去年，老费养了 120 亩黑鱼，首
次尝试在 30 亩鱼塘里放了些空心
菜。当年夏天特别热，黑鱼死亡率
达到 25%，但放了空心菜的 30 亩鱼
塘里死鱼很少。“有空心菜的鱼塘每
亩净赚 2000 元，没放的每亩亏了
3000元，效果太明显了。”老费说。

黑鱼养殖对水体有一定污染，
能造成氨氮超标，水会发黑发臭，每
半个月就要换一次水。而空心菜能
通过根系净化水质，放了空心菜的
池塘里可以不用换水。一个鱼塘
10 亩，每换一次水要 30 个小时，不
包括人工费，每个鱼塘仅电费就要
花上 100 多块，现在不用换水了，空
心菜还可以采来卖。明年，老费还
打算在喂养青鱼的 200 多亩池塘里
也放一些空心菜。

据了解，秀洲区通过三年的推
广实施，引进优良品种、完善技术
措施、加强培训指导、培育壮大示
范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使种
植莲藕等水生蔬菜面积扩大到近 4
万亩，其中种养结合面积 5000 亩以
上，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都十分
显著。

秀洲：彩鲤安居稻田间

9月8日，温州历史文化街区庆年坊里张灯结彩，巷弄两旁米塑、糖人、风车等非遗项目一字排开。栩栩如生
的米塑，造型独特的风车，引得孩子们好奇驻足。 见习记者 陈小向 通讯员 叶玮倩 刘伟 摄共赏明月过佳节

乐清日报记者 程遥

丈夫南秀银 104 岁，妻子郑云
花 100 岁，柳市镇黄华三宅村这对
百岁老人结婚已达 85 年，超越了钻
石婚龄。

老人共生育七子一女，如今已
是五世同堂，全家 167 口人其乐融
融，成为当地最大的家族。8 月 29
日是南秀银老人的生日，黄华边防
派出所边防民警与老人家人一起，
给南秀银老人贺寿，祝福这对百岁
夫妻。

几天前，记者在柳市镇黄华三
宅村见到了这两位长寿老人，两人
穿着大红喜庆的唐装，坐在客厅迎
接客人。一大早，子孙们从四面八
方赶回老家，五代人齐聚一堂，洋溢
着温馨祥和的气氛。

虽然已期颐之年，但两位老人
看起来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与邻
里亲朋聊起几十年前的往事，记忆
犹新。“结婚那年，我 19 岁，她 15
岁，是父母定下的婚事。”南秀银老
人回忆，两家都是贫农家庭，他们
是结了婚后才谈恋爱的。“我妈妈
脾气特别好，每当爸爸不顺心的时
候，她都会顺着爸爸，两个人很少
吵架，更不记恨。”五儿媳刘春燕告

诉记者。
“爸爸很照顾妈妈。”刘春燕说，

过去，如果婆婆独自回家探亲，公公
都会要求她早点回家。“现在，爸爸
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见到妈妈才肯
吃，否则他不放心。”

如今，两位老人膝下子孙多达
165 人，第五辈玄孙已有 10 人，其中
最小的玄孙 2 岁。其中一些子孙在
国外留学或工作。南秀银老人喜欢
看报纸、听唱词。有时候眼睛累了，
他还会让别人念报纸给他听，然后
回到家复述给老伴。

问及两位老人的长寿秘诀时，
儿孙们认为，贵在生活很有规律。
每当天一亮，老人就起床散步。“每
天都在固定时间吃饭，不挑食，什么
东西都会吃，其中鱼是必不可少
的。”刘春燕告诉记者，老人的心态
很好，对人非常客气，不与别人计
较，很少生气动火。

乐清百岁老人五世同堂

这一牵手，整整85年


